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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1 月 10 日，是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节。节日前夕，

老李的单位通知大家身着警服合影。

收到通知，老李很激动，“虽然这辈子穿警服的次数不

多，但我没有一天忘记，自己是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他

郑重其事地从防尘袋中取出警服，把本就很平整的警服又

熨了一遍，仔细缀钉，佩戴好警号、胸徽、帽徽、领花，对着镜

子看了又看，提前到大厅等候。

“因为工作性质特殊，我们平时不怎么照相。但明年我

就要退休了，这次特意让同事给我照了一张单人照。”从警生

涯中，老李和战友们坚守在隐蔽战线上，同敌人斗智斗勇。

他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名字一辈子鲜为人知，但这支队伍

却有一个光荣而响亮的名字——国家安全机关人民警察。

国家安全需要集体的力量

老李的战友陈昕茹，是全国国家安全系统二级英雄模

范。前不久，作为全国 6 名政法英模代表之一，陈昕茹“不

露正脸”地参加了新时代政法英模先进事迹报告会。

警察节将至，陈昕茹和战友们的工作节奏没有丝毫放

缓。“上午在盯案子，中午利用休息时间组织大家跟警旗合

影，下午和晚上还要继续追查线索。”被问及还有没有其他过

节安排时，她笑了笑说，“还真没有什么特别安排。我们的对

手不等我们过节，他们不休息，我们更是一点也不能放松。”

岁末年初，手头的工作不能中断，作为支队领导，陈昕

茹还是打算挤出时间去同事家中慰问家属，“大家没日没夜

工作，又不能告诉家人在做什么。如果没有家属对工作的

支持和理解，也不会有我们的成绩。”

陈昕茹说，自己家里也有一个小男子汉，特别支持她的

工作。儿子刚上小学时，同学的家长经常会帮孩子做一些

手工作品。得知这一情况后，担心儿子感到失落，陈昕茹对

儿子说：“妈妈今晚不加班了，帮你做手工吧，你想要什么？”

6 岁儿子的回答让她又欣慰又心疼：“妈妈，你什么都不用

做，你是人民警察，为人民服务就够了。”

“我最喜欢的就是这张身穿警服面向誓词的背影照

片。”在陈昕茹看来，自己的荣誉是属于所有战友的，“看不

出来个人的特征，就是国安干警的典型写照。面对凶狠狡

猾的敌人，没有一项任务是依靠一个人完成的，而是需要集

体的力量。这个背影可以是我，也可以是我的战友，其实更

是代表了隐蔽战线上的每一名国安警察。”

努力当好新时代“红色电波”的守护者

“尽管我不认识他们是谁，但是我并不认为他们离我很

遥远。”谈到国家安全机关破获的案件、国安警察的事迹出

现在媒体上，得到网友点赞时，付远激动地说，“我觉得他们

就是我身边的战友，不是某一个人，而是我们整支队伍。”

2016年从警的付远，从事国家安全机关电话和网络举报

受理工作，这是与老百姓直接打交道的岗位。对于人民群众对

国安警察的点赞支持，他有着更加深刻的体会。“老百姓举报

的事，大多与他们个人的利益不直接相关。出于维护国家安全

的责任感，对国安警察的敬佩和信任，他们才给我们打电话。

我们非常感谢所有热心支持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每一个人。”

有时接到的举报电话并不属于国家安全机关受理范

围，付远和同事们依然会耐心给对方解释，“对待每一通电

话、每一个网络举报信息，我们都要认真仔细。这既是对工

作负责，也是对每一位支持我们工作的群众负责。”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接听电话、整理线索，大量繁复

的工作在付远眼里“一点儿不觉得枯燥”。因为保密要求，很

多时候，付远和同事们并不知道自己受理的举报线索最终

发挥了多大作用。而且越是事关重大的线索，他们能够知道

的就越少。“案件侦办部门会告诉我们，线索发挥作用了，仅

此而已。”仅仅听到这些话，就足以让付远感到无比光荣。

“每天都在接电话，外人看来可能是相对单调。但我们

是不可替代的桥梁，一座把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国家安全机

关的力量连接到一起的桥梁。”谈及自身工作，付远说，“国

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去年建党 100 周年之际，国家安全部公布了“永不消逝

的电波的收报人”，付远说，自己也要努力当好新时代“红色

电波”的守护者，为维护国家安全做出贡献。

在高寒地区守卫国家安全

1 月的高原地区，极端天气频仍，空气稀薄，气温零下 20
多摄氏度，8 级大风从门前呼啸而过。有一支国家安全机关

人民警察队伍，常年驻守在这里，用信仰守卫着国家安全。

今年是穆山参加工作的第十八个年头。18 年里，他始

终战斗在父亲曾战斗过的地方。“‘缺氧不缺精神’，这是我

们这里国安警察代代传承、身体力行的一句话。”实际上，由

于高原反应，穆山和战友们每天只能睡四五个小时，“有些

同志年纪不大，记忆力已经开始变差。有不少得了高原病，

但是从来没有因此耽误工作”。

警察节前夕，单位组织庆祝，大家互相致以节日问候

后，又继续投入工作。进入深冬，辖区的许多地方已大雪封

山。穆山他们去执行任务，车开不到的地方就只能在风雪

中徒步前进，“来回经常需要一天甚至几天。但是我们的工

作环境已经比前辈们好太多了，没有理由不好好干”。

2002 年，穆山的父亲在工作时突发脑梗，虽然抢救了回

来，却再也无法回到自己战斗过的岗位。“有一次，我看到父

亲一个人在房间里，把他的奖章、证书都摆出来，一边擦奖

章，一边擦眼泪。我知道他心有不甘，还想继续战斗，这个愿

望我必须替他完成。”真正接过父亲手中的枪，他才知道国安

警察肩负的责任有多重，使命有多光荣。“国家安全事业，对

父亲和我来说，就是一种信仰。”大学毕业时，穆山不是没有

机会选择别的道路，“但是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成为守卫国

家安全的一名人民警察，这就是我最好的选择。”

“这就是我最好的选择”是穆山的回答，是老李的回答，

是陈昕茹的回答，是付远的回答，是所有国家安全机关人民

警察共同的回答。

“这就是我

最好的选择”
本报记者 亓玉昆

人民警察队伍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

和优良作风的队伍，是一支英雄辈出、正

气浩然的队伍，也是和平年代牺牲最多、

奉献最大的队伍。2021 年，全国公安机

关 共 有 261 名 民 警 、131 名 辅 警 因 公 牺

牲，4375 名民警、3420 名辅警因公负伤。

在打击犯罪、保护群众的关键时刻，

他们冲锋在前、能拼善赢；在重大安保任

务面前，他们不辞辛劳、连续奋战；在平

凡岗位上，他们辛勤工作、担当作为。广

大基层民警用警铃响起时的闻令而动、

险情来临时的挺身而出，默默守护着万

家灯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

治中国做出不懈努力。

今天是第二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本

报记者采访基层民警，展现他们日常工

作的点滴收获，呈现他们坚定理想信念、

坚守责任担当、锤炼过硬本领、磨炼纪律

作风的从警故事。

——编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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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把绳子系上，大风要来了！”乌鲁木齐铁路

公 安 处 货 场 派 出 所 副 所 长 梁 稀 扯 着 嗓 子 大 声

喊着。

正在铁路沿线巡查的民警赶紧把准备好的绳

子拿出来，几个人绑在一起，生怕一阵大风就把人

卷跑了。

在货场派出所，民警有两样“秘密武器”，第一

个就是绳子。“达坂城老风口，大风小风天天有，小

风刮歪树，大风飞石头。”货场派出所位于远近闻

名的三十里风区老风口处，一年当中，8 级以上的

大风达到 300 多天，12 级大风说刮就刮，运行中的

列车都需要在沿线停轮避风。

“刚来的时候对大风没什么概念，在风里没少

摔跟头。”27 岁的派出所民警菅荣斌回想起刚来时

的窘境，显露出一丝尴尬。来到达坂城警务区工

作 3 年多了，怎么在大风中保护自己，怎么在大风

中开展工作，菅荣斌早已驾轻就熟。

货场派出所下辖的乌拉泊警务区冬季雪大，巡

逻时警车容易陷到雪里出不来。这时，民警们会下

车拿出第二个“秘密武器”——铁锹，一铲子一铲子

地把雪挖开。挖累了，喘口气，啃两口馕，继续干。

车子挖出来了，他们赶紧开上车继续巡逻。

“3359 公里线路北侧没事，3360 公里线路两侧

没事……”病床上的盐湖警务区民警李卫国嘴里

一直念叨着。前一天，当地刮起了 10 级大风，由于

气温过低，李卫国血压突然升高，晕了过去。醒来

之后，李卫国惦记的还是线路安全。兰新铁路线、

兰新客专线、中欧班列从这里穿过，由于地理位置

特 殊 ，货 场 派 出 所 确 保 列 车 安 全 行 驶 的 意 义 重

大。“越是恶劣的天气，我们越要出去巡查线路。”

货场派出所所长王刚说。

在这三十里风区，每到夜深，他们肩上那盏闪

烁的警灯，就是线路安全的象征。

乌鲁木齐铁路公安处民警

风雪中，巡护线路安全
本报记者 张天培

“我得去浇个花，给猫喂个食。”晚上 7 点，零下

20 摄氏度，陈亮裹紧大衣，搓着手准备出门。

“终于下班回家了？”同事问道。“我这是要去别

人家。”陈亮笑声爽朗。作为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公

安局道外分局东莱街派出所副所长，这样的节奏，

已是他的工作日常。

帮 辖 区 群 众 介 绍 工 作 、寻 人 寻 物 、调 解 矛 盾

……时间长了，不少居民都给陈亮留下备用钥匙，

方便民警入户帮忙。

“这不，孟大娘在外省一时半会儿回不来，前天

打来电话，拜托我们隔三差五上她家里看看。”从警

18 年来，脚下的社区小巷，陈亮不知走了多少遍。

从“陈警官”“小陈”到“亮子”，他直言：肩上的担子

重了，脸上的皱纹多了，居民们对他的称呼亲了。

走进陈亮警务室，书架上三四本心理学书籍满

是勾画，几本笔记密密麻麻。几年前，陈亮自费报

名了心理学系列课程，自学心理学。陈亮说：“调处

民事纠纷时，要动脑动情，没知识不行。”

一 次 夜 里 出 警 ，还 未 进 居 民 楼 ，一 阵 恶 臭 袭

来。原来，楼上的杂物堵了下水管道，厕所返水，淹

了一楼。

“今天不给我赔利索，谁也别想走！”楼上楼下

吵作一团。发现自己连话都插不上，陈亮知道，当

时双方的情绪需要宣泄，便默默挽起袖口，将堵塞

物一点点掏出来。两家人见状，同时安静了下来，

拿起了清扫工具。后来，在陈亮劝说下，两家人化

解了矛盾。

每每有这样的出警案例，陈亮回来后都会和年

轻同事们分析问题、复盘方法。陌生人一时冲动、

熟人间心存误会……他将遇到的事情分门别类，有

针对性地总结工作方法。

虽然工作里都是这样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

但陈亮觉得，“解开群众心结，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黑龙江哈尔滨市公安局民警陈亮

社区里，解开群众心结
本报记者 张艺开

樊劲松的手机里，存着很多孩子的照片。“你看这个，

和他爸爸长得多像，前不久在外省找到了。”老樊的话里，

有自豪，也有心疼。

作为重庆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拐卖案件侦查支队支队

长，樊劲松参与侦破涉拐案件 300 余起，解救被拐骗拐卖

妇女儿童 400 余人，抓获犯罪嫌疑人 600 余名……一串串

数字的背后，是樊劲松和同事们 20 余年打拐的辛勤付

出。樊劲松说：“打拐不是统计调查的一排数据，而是家长

们期盼的眼神，而我们正是这些家庭的希望。”

让老樊记忆犹新的，是他破获的第一起拐卖儿童案

件。2003 年，在重庆市城口县，一个小孩被抱走，多次倒

手后被卖到了外省。老樊拿着孩子的照片，夜以继日摸

排走访。得知孩子在河北的线索，老樊立刻前往。“娃儿

的模样已经刻在我和同事脑子里。”在河北省一个农户院

里，正在啃馒头的小孩抬起头，老樊愣了一下，“没错，是

这个娃儿。”

如今，老樊找孩子的足迹，遍布全国多数省份，说话

间，老樊打开微博，“回家旅程”映入眼帘。“这就是我。”老

樊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有了微博，经常会收到网友的私

信。”线上线下的联动宣传，让更多家庭团聚。经常接打

寻亲家长的电话，老樊的手机不知道坏了多少个。他的

工作，细致而繁忙。在老樊和同事的微信聊天记录里，时

间总是指向夜里零点。

“孩子找到后，以前经手的老警察也会来看看，看了

后，心里的石头才落了地。”看到同事们如释重负的笑脸，

听到寻亲家长们的感谢，老樊说，“这就是我们一定要把

娃儿找回来的动力。”

重庆市公安局打拐民警樊劲松

千万里，我们带你回家
本报记者 常碧罗

“我们一家三代都是警察。”指着手机上的合影，江西

省新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政委郭峰面露骄傲。照片中，

郭峰与父亲、儿子身着各自年代的警服，神采奕奕。

大小不一的瓶瓶罐罐、颜色不同的化学试剂、密密麻

麻写满字的笔记本……耳濡目染下，郭峰从小就对父亲

郭照坤从事的工作充满了兴趣。1985 年，大学毕业后，

郭峰来到新余市公安局刑警支队，开始了自己的警察生

涯。穿上警服的那天，父亲仔细叮嘱他：“努力工作，要当

好警察。”

前些年，郭峰参与调查了许多涉黑案件。侦办涉黑

案件期间，他食不下咽、夜不能寐，整天琢磨着破案线

索。直到拨开层层迷雾，一步步摸排走访、调查取证，最

终捣毁了一个盘踞当地多年的犯罪团伙。“人抓到后，我

蒙头睡了一大觉。”郭峰回忆。

在此前近 30 年的刑警生涯里，郭峰侦破重特大刑事

案件 800 余起，抓获重特大逃犯 500 余名，被授予全国特

级优秀人民警察荣誉称号。

2015 年，儿子郭昊也成了一名警察。去年大年夜，郭

峰给没回家的儿子打去视频电话，只听“叮——”的一声，

儿子拒接了。“抓人，逃逸。”儿子传来四字消息，已经习惯

了警察生活的郭峰心头依旧一紧。“小时候我总是找不到我

爸，现在他老联系不到我。”郭昊的笑容里有丝丝苦涩。

这些年，随着技术进步，郭照坤已经不

太理解大数据、视频监控、犯罪画像

等名词，但他相信，“当警察

就要为人民服务，这是不会

改变的。”

江西新余市公安局交警郭峰一家

当警察，祖孙三代接力
本报记者 杨颜菲

图①：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折多山交通管理警务站，民警

白玛木洛冒雪执勤。 新华社发

图②：江苏省淮安市公安局淮安分局镇淮楼派出所民警在校

园开展安全宣传教育。 蔡瑞永摄（人民视觉）

图③：在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九畹溪大桥封闭维修现场，执勤

民警帮助群众换乘。 吴令剑摄（影像中国）

图④：在河南省卫辉市黄庄村，河南省高速交警总队三支队民

警帮助一名小朋友转移。 新华社记者 李嘉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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